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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身边最美干警

邢台市公安局桥东分局北大街
派出所的社区民警王英彪曾对记者
说过这样一句话：“辖区的每一个
百姓都是我的亲人。 ”辖区里的大
小事，只要打他一个电话他都会出
现在现场。 他得到的是辖区群众的
信任，收获的是群众对他的支持。

初入社区 他成为大爷大妈

的警察儿子

2007年王英彪初入社区，辖区
居民对他这个社区民警持怀疑态
度， 大多数居民在工作上不支持
不配合，他吃了不少闭门羹。 王英
彪并不气馁， 一有空就往家属区
跑，与居民家长里短地聊个不停，
并帮助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 时
间长了， 社区民警王英彪的工作
和为人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去年夏天的一天凌晨一点钟，
王英彪突然接到辖区李大爷的求
助电话说：“家里的水管坏了，家
里到处都是水。 ” 王英彪考虑到李
大爷已经70多岁，并且他老伴还瘫
痪在床，家里没有子女，他一边在
电话里安慰老人，一边拿着家里的
扳手等工具打车往老人家赶。王英
彪家距李大爷家较远， 为防意外，

王英彪先打电话给附近居民杨某，
让他先去帮忙，自己随后就到。 把
水管修好已经是凌晨5点钟了，两
个老人感动地拉着王英彪的手两
眼饱含泪水说不出话来。

扶危济困 他成为贫困户的

警察兄弟

自从王英彪到五一桥社区以
后自筹自建警务室， 积极开展工
作。 他了解到辖区居民杨某上有
80岁老母，下有18岁孩子，妻子早
故，老母多病，家庭十分贫困。 王
英彪帮他申请了低保， 还给予杨
某家庭多方面的照顾。2012年杨某
的老母亲不幸去世， 王英彪帮助
杨某办理了老母亲的后事。 杨某
被王英彪兄弟般的情意所感动，
主动帮助王英彪了解并掌握了辖
区内所有常住人口、 暂住和浮住
人口的情况， 王英彪在帮助群众
解决困难的时候， 杨某也主动帮
忙搭把手。

雪中送炭 他成了孤女的警

察爸爸

2011年10月，在王英彪在入户
走访时， 发现辖区居民60多岁的
吴某，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女孩，
愁眉苦脸。 原来，吴某怀中的小女
孩是其外孙女。 吴某的老伴去世
早，自己将女儿养大，可女儿结识
了一个男友并怀孕产下这个孩子

后，整日不回家，疏于对孩子的照
顾。 女儿最近也有一个多月没回
过家了。 王英彪在了解到吴某年
老体衰，正在患病，已无法照顾年
幼的外孙女时， 热心地伸出了援
助之手。 在帮助吴某寻找女儿的
同时，王英彪说服妻子，将孩子抱
回了自己家中抚养两个多月 ，直
到老人康复才将孩子送回。 之后，
王英彪仍时常关心照顾吴某和小
女孩，并送去生活用品和玩具。 小
女孩亲切称呼王英彪为警察爸
爸。

几年的社区民警生涯已经让
王英彪深深扎根于社区， 他不仅
做好分内的事，还爱管“闲事”，与
群众打成一片， 在辖区群众的心
里，王英彪就是他们的亲人。 “社
区民警走进社区，就要融入社区，
就要熟悉群众，贴近群众，警民关
系是动力源泉， 人民群众的理解
和支持是做好社区警务工作的基
础。 ”几年来，王英彪一直认准这
个理， 警务室已经成为警民联系
的纽带和桥梁， 他仍将无悔地在
辖区那片热土上默默耕耘。

本报讯 （郝燕 ）日前 ，
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通
过开展廉政教育，严格自律
行为，严格财经纪律 ，强化
纪检监督多项措施，来进一
步加强双节期间党风廉政
工作。

该院组织全院干警学习
中央及上级党委关于廉政
纪律作风方面的规定，并通
过传达上级各种文件精神，
引导干警从严律己，要求全

体干警不得以任何名义收
受当事人或律师的礼金、有
价证券、贵重物品等，坚决
杜绝借机向当事人吃拿卡
要。 严格遵守《进一步加强
财政财务管理严肃财经纪律
的有关规定》， 不利用节假
日滥发钱物。 监察室与办公
室结合， 不定期对干警执行
廉政纪律情况明察暗访，坚
决杜绝公车私用、 接受当事
人请吃娱乐等现象。

图为前南峪村党委第一书记郭成志 。

许多人都问郭成志， 辛辛苦苦几十
年，别的没捞着，换来一身的病，你图啥？

郭成志憨笑着说：“干这几十年，不
为别的， 只要提起郭成志， 竖起大拇指
说这是个好人就心满意足了。 ”

“官是为什么?”几十年，这个问题一
直萦绕在郭成志的脑海。

有人说，官是地位，做了官就意味着
社会地位高了；有人说，官是权力，有官
就有权，官小有小权，官大有大权。 而在
郭成志看来，官更重的是责任。

上世纪70年代前南峪，“荒山秃岭和
尚头， 洪水下山遍地流， 沿川冲走河滩
地，十年九旱不保收。 ”郭成志在异常艰
苦的条件下，带领乡亲们治山治水。

治山全靠肩挑、背扛、小车推。 吃苦
在前的是干部。

在乱石滩上，他们挖坑埋掉大石头，
把小石头和砂粒摊平， 用小推车、 手拉

车一齐上，到5里半远的
安庄垴去拉片麻岩的风
化土， 垫上80公分厚的
土层。 拉车人一天18车
定额，全是一溜小跑。

郭 成 志 既 当 指 挥
员，又当战斗员，跟大家
■着膀子干。 群众一天
一个人挖8个坑， 他挖9
个 、挖 10个 ；拉土垫地，
别人一天拉18车， 他最
少要拉19车。 他说：“要
比群众多干1个，才能当
干部。 ”

每次上工， 走在前
头 的 是 郭 成 志 及 村 干
部；收工回家，走在最后
的 还 是 郭 成 志 和 村 干
部。

那一年， 郭成志得
了慢性胃病， 每天要吃
两次中药。 他总是头天
晚 上 让 爱 人 把 中 药 煎
好， 装进输液用的瓶子
里，第二天带到工地喝。
这中药一喝就是4年多，

光输液瓶子就换了十几个。
郭成志总是脏活、累活抢着干，危险

时刻冲在前。
打眼放炮，他拣最大的锤抡；出现哑

炮，他第一个冲上山排险。 截潜流、修水
渠。 寒冬腊月，他第一个带头冲下沟底，
水溅到身上，衣服变成了银色盔甲。给板
栗树剪枝，他陪着请来的技术员王金章，
在山上的小石屋里住了一冬一春……

就这样， 郭成志一班人带着全村男
女老少一干就是10年。

这样没日没夜的拼命干， 在郭成志
看来，只为对得起前南峪的“领头羊”这
个头衔， 他觉得自己既是干部， 就有责
任、有义务，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让群
众过上幸福生活。

“当官为了谁？ ”有人说，是为自己，
为自己更好地享受。 可郭成志当官为的
是全村的群众， 苦第一个吃， 福最后一
个享。

前南峪村共有386户人家，除抗大旧
居20多户被保护外， 村民都已住进由村

里补贴统一修建的别墅式二层小楼，唯
独村党委第一书记郭成志和书记郭天林
仍住在60年代的老屋里。

今天， 郭成志说：“等天林搬进小楼
我再搬，我是村里的第386户”。

郭天林不答应：“你自从当干部那天
起， 享受上总是当最后一户， 这回说啥
我得当一回咱村第386户。 ”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郭成志和村
党委一班人身上得到集中体现。

郭成志不是没享福的条件， 而是他
不去争取。

为公事出差，他住最便宜的旅店，吃
最简单的饭菜； 农忙季节， 年过花甲的
他带头劳作……

郭成志不是没有享福的机会， 而是
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

县里安排他当镇长、市里要他县长，
他却不当。 不是他没能力， 是他离不开
父老乡亲和生他养他的太行山， 村里还
有他很多没干完的事儿。 后来他推脱不
开，当了个不驻会的县人大副主任。

为办事方便，村里3家企业都让他当
董事长，按规定月工资6500元，任村支书
每月工资3000元，他分文不取，全部归了
集体。 他说：“县人大副主任的工资把我
买断了。 ”27年来，他拒绝的“工资 ”达
300多万元。

当官干什么？“当官要围着百姓转，
围着百姓想”，“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
“群众的期望， 就是我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 群众的满意， 就是对我最好的回
报。 ”郭成志没有豪言壮语，但他的行动
已经给出了答案。

上世纪60年代， 前南峪是出了名的
穷村。“面黄肌瘦前南峪人，有女不嫁前
南峪村。 ”百姓吃的是“红薯干，山药蛋，
窝窝头，糠炒面”。 那时，群众天天盼着
“擀面板不离炕”，每天能吃上一顿面条
就满足了。

郭成志暗下决心： 豁出命来也得让
父老乡亲过上三餐不愁的日子。

用4年栽种植被林，让荒山都披上绿
装，再大的雨水也就不怕了；再用5年时
间修建高标准梯田， 结果建成了400多

亩， 比原来还多了100多亩； 再用3年时
间， 兴修水利。 奋斗十几年， 树也植
了，水也治了，田也造了，坝也修了，前
南峪人解决了温饱。

吃饭不用愁了， 群众的手头还是不
宽裕。 群众又盼着，手里有个零花钱。 这
又给郭成志一班人提出了新的目标———
让群众富起来。

把满山的用材林变成经济林， 林材
沟变生态经济沟， 从山上到山下， 清一
色“林果头、干果腰、水果脚”，一个以板
栗为主、 干鲜果树达29万多株的果品基
地，在前南峪崛起。

奋斗，让前南峪人的收入成倍翻番，
开始第一次用百万元来计算。

时代变，期盼变，郭成志一班人的奋
斗目标也在变， 把群众呼声当成第一信
号。

富裕起的前南峪人听说山外有了电
视， 就有了看上电视的想法。 在买什么
都要凭票的年代， 郭成志派人到厂家买
回一批环宇牌电视机。 集体补一半，个
人担一半。 那时，全浆水镇只有3台电视
机，可前南峪人家家户户看上了电视。

外边有了电话， 群众又想用电话与
外面的世界沟通。 郭成志找人从邢台市
区拉来电缆 ， 最早在山区自办程控电
话，每户补助1000元。 如今，前南峪人又
看上了有线电视， 还集体补助1000元钱
购置了电脑，实现了宽带网络全覆盖。

郭成志说，读懂了群众的诉求，就抓
住了工作的根本； 解决好了群众的事，
干部就是群众的“自己人”。

有人曾经问郭成志， 为什么前南峪
40年红旗不倒。 他的回答是：“把群众的
要求， 作为衡量我们干事的标准。 群众
满意了，工作也就跟上时代了。 ”

身前事，身后名。 过去有句话叫做：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

“当官不为权，也不为利，只要后人
经过坟前说郭成志是个好人就很高兴
了。 ”

俗话说，“群众心里有杆秤。 ” 前南
峪人心里清楚， 郭成志为前南峪留下了
什么。 40年来， 郭成志带着村党委一班

人等像善待人一样善待山山水水， 让穷
山恶水变成绿水青山， 为前南峪村预留
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前南峪林木覆盖率达到了 90%以
上，被誉为“空气维生素”的负氧离子每
立方厘米达到7000个， 是城市的10到20
倍。

2012年， 全村林果收入680多万，旅
游收入870万， 旅游带动收入1350万元。
生态之路在这里彰显富裕魅力。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 ”
“现在，我们前南峪人几乎没什么上

愁事。 就算有难事、愁事，郭书记也都给
我们解决了。 ”村民李海书说。

他掰着手指给记者列举不上愁的事
儿。

看病不用愁。 原来村里给报销药费
70%。新农合后，除国家报销部分外，村里
全报，村民看病吃药不花个人一分钱。

上学不用愁。改革开放初期，村里就
实现了义务教育全免费。 考上大学还有
6000元的成才鼓励金。这一优惠，前南峪
人已享受20多年。

养老不用愁。村里65岁以上老人，村
集体每年补助600元钱；加上村里发的一
年2000元钱的个人福利以及老党员按党
龄发补贴等， 村里老人一年有2000元的
活钱可支配。

工作不发愁。 前南峪有山场、 有旅
游、有企业。 村里人个个有班上，不仅解
决了本村人就业，还解决了外地人就业。
前南峪人上班有工资，果树有收入，年终
集体给福利。 一个前南峪人挣三份钱。

住房不用愁。 村集体补贴一半让前
南峪人盖新房。 如今，村里90%的人都住
进了新房。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前南峪人觉
得生活在“人间天堂”；不少城里人向往
前南峪， 愿在前南峪安个家。 如此令人
羡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图景并未让郭
成志一班人止步， 他们要在这张图上增
添更加动人的一笔。

郭成志说，十八大提出，要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到2020年要实现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照现在的发展
势头，到2015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2.5万
元没有问题， 前南峪要提前实现翻一番
目标。

本报讯 （刘素娟 ） 今年以
来，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狠抓精
细化管理， 实现了流程作业全程
化、评查评估常态化、案件管控信
息化、权力监控制度化，使得全市
法院的审判管理工作实现了由规
范化向精细化升级。

邢台市两级法院统一建立流
程管理系统，将诉前调解、执行异
议复议、 涉诉信访等工作纳入流
程管控， 实现所有业务庭室所有
案件的诉前诉中诉后过程全部纳
入流程管控。 全市法院共评查各
类案件14137件。 对评查出的问题

以通报、 审判管理例会和法官讲
堂的形式向两级法院发布、讲解，
并发出整改通知书， 确保存在的
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该院自行研
发了同类案件筛查软件， 对全市
两级法院所有进入流程的案件信
息进行比对，对多起重复诉讼、交

叉诉讼的情况，及时进行提醒、监
督和指导，解决了裁判、法律适用
上的冲突。 建立健全法官业绩档
案，创设瑕疵案件质询制度，发现
瑕疵案件及时进行整改， 并记入
法院和法官的业绩档案， 并加大
对瑕疵案件的评查和处罚力度。
上级法院对发还改判案件、 再审
立案后发还改判案件评查， 其中
被认定为瑕疵案件的， 案件所涉
及人员的办案质量都将被记入法
官业绩档案并直接与年底的评先
评优挂钩。

本报讯 （赵丽静 ）南和
县公证处在重阳佳节期间，
开展免费为 75周岁以上老
人办理遗嘱、遗赠和遗赠抚
养协议公证活动。

据了解， 此次活动针对
南和县75周岁以上的老人，免
费办理指定类型公证。对不符
合受理条件的，公证处免费提

供法律咨询。对领取最低生活
保障金或者失业保险金的人
员，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的
人员均按法律援助程序办理。

此次公证活动旨在保障
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让老年
人能够颐养天年，享受晚年
幸福，进而促进家庭稳定与
社会和谐进步。

重阳节免费为老人办公证
南和县公证处

多措并举促廉洁
邢台桥东法院

邢台中院

审判管理向精细化升级

辖区的每个百姓都是亲人
———记邢台市公安局桥东分局北大街派出所社区民警王英彪

本报记者 刘秀礼 王智勇 通讯员 梁昊

图为社区民警王英彪在社区倾听居民意见 。 梁昊 摄

当官为什么？

当官干什么？

身后留什么？


